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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集性大肠埃希菌"

!"!.

%!并用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
1Y9!]$3M@C

4

OM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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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筛查出来&仅大肠埃希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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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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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清凝集!试验的其他

大肠埃希菌及粪便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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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大肠埃希菌全部不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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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清凝集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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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自动微生物仪及基质辅助激光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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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泻性大肠埃希菌包括产志贺毒素大肠埃希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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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'侵袭性大肠埃希菌$

!Y!.

%'产肠毒素大肠

埃希菌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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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'肠致病性大肠埃希菌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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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和肠聚

集性大肠埃希菌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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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&其中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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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导致血性

腹泻*出血性肠炎'甚至严重的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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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但是'大肠埃希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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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典型的大肠埃希菌特征'常规方法不能

识别出来&笔者观察到粪便标本中的多数大肠埃希

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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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山梨醇阳性'而大肠埃希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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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菌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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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山梨醇均阴性&为此'通过对大

肠埃希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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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山梨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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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试验的单独和联合

试验的结果分析'探讨大肠埃希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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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的

实用方法'现报道如下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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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化管
"

[B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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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自动微生物仪

及革兰阴性菌鉴定卡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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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大肠埃希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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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̂(2

!

,2

*

"9..

$(8$$

*

!Y!. #̂*%

*

!9!.

*

!-!. #̂##

*

!"!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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菌'同时接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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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山梨醇生化管'并划线接种麦

康凯平板*山梨醇麦康凯平板*大肠埃希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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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取革兰阴性*氧化酶阴性的培养物'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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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生化鉴定'鉴定出的大肠埃希菌$选择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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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山梨醇生化管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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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&过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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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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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梨醇发酵'培养基由紫变黄&每批试验用大肠埃希

菌
"9..$(8$$

做阳性对比'大肠埃希菌
#̂(2

!

,2

做阴性对比&用
%

株大肠埃希菌
#̂(2

!

,2

标准菌株

和
#

株大肠埃希菌
"9..$(8$$

标准菌株质控实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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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控菌株的
[B0

和山梨醇以及血清学试验质

量控制合格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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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大肠埃希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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梨醇均阴性*与大肠埃希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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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价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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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价血清凝集&其他的大肠埃希菌结果明确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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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山梨醇试验及大肠埃希菌
#̂(2

!

,2

血清学

试验的质量控制结果如下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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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大肠埃希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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菌在麦康凯平板上为

红色菌落$乳糖阳性%'在山梨醇麦康凯平板上为无色

透明菌落$山梨醇阴性%'在大肠埃希菌
#̂(2

显色平

板为紫红色菌落'见图
#

&

!-!. #̂##

发酵乳糖'不

发酵山梨醇'在麦康凯平板和山梨醇麦康凯平板上的

菌落特征与大肠埃希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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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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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似'但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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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平板上的绿色菌落可区别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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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发酵乳糖和山梨醇'在麦康凯

平板和山梨醇麦康凯平板上均为红色菌落'在大肠埃

希菌
#̂(2

显色平板为蓝色*绿色菌落'这些大肠埃希

菌的菌落特征相同'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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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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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山梨醇$

h
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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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

h

%山梨醇$

c
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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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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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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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康凯平板菌落 红色 红色 红色

山梨醇麦康凯平板菌落 红色 无色透明 无色透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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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色平板菌落 蓝色*绿色 绿色 紫红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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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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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山梨醇试

验均阴性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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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[B0

阳性'山梨醇阴性+其

他的菌株
$

项试验均阳性'见图
$

'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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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山梨醇试验

结果与山梨醇麦康凯平板菌落特征吻合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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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的菌株中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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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大肠埃希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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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大肠埃希菌血清学试验阴性&

三株大肠埃希菌
#̂(2

!

,2

经
"9\

半自动微生

物仪鉴定为大肠埃希菌$好的或者极好的鉴定%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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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也是大肠埃希菌'因此'这两种仪器

均不能明确鉴定大肠埃希菌
#̂(2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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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但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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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为大肠埃希菌
#̂(2

'提示高致病微生

物'需进行血清学确认&其他
(

株大肠埃希菌均被
%

种自动化仪器鉴定为大肠埃希菌&

图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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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大肠埃希菌和致泻大肠埃希菌的
[B0

试验

""

粪便中的
%(2

株大肠埃希菌经
"9\

半自动微生

物仪鉴定'均为好的或极好的鉴定&山梨醇试验结果

与山梨醇麦康凯平板上的菌落特征吻合'

[B0

和山

梨醇试验结果及在这几种平板上的菌落特征见表
$

&

此外'筛选出的
[B0

阴性或山梨醇阴性及
$

项试验

均阴性的
8(

株大肠埃希菌与
#̂(2

血清不发生凝集'

从健康体检者粪便中没有检出大肠埃希菌
#̂(2

!

,2

&

图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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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大肠埃希菌和和致泻大肠埃希菌的山梨醇试验

表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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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健康体检者粪便大肠埃希菌的表型特征

试验组合
[B0

$

c

%山梨醇$

c

%

[B0

$

c

%山梨醇$

h

%

[B0h

山梨醇$

c

%

[B0

$

h

%山梨醇$

h

%

构成(

(

$

F

%)

)

$

$&$

%

(H

$

#(&2

%

%#

$

)&2

%

$H$

$

2%&*

%

麦康凯平板菌落 红色 红色 红色 红色

山梨醇麦康凯平板菌落 无色透明 红色 无色透明 红色

#̂(2

显色平板菌落 蓝*绿色 蓝*绿色 蓝*绿色 蓝*绿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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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 大肠埃希菌 大肠埃希菌 大肠埃希菌 大肠埃希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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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肠埃希菌 未做 未做 未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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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 大肠埃希菌 未做 未做 未做

#̂(2

血清 不凝集 不凝集 不凝集 未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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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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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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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肠埃希菌
#̂(2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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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[B0

阴性'山梨醇阴

性 (

#

'

%3(

)

'有两个血清型'

)(F

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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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,2

$有动力%'

#$F

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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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,G[

$无动力%'

%F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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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外的
,

型&由于临床微生物室通常不将其作为目的菌'且此

菌在麦康凯平板上是红色菌落'可能作为非致病菌排

除&

来自粪便中的
%(2

株大肠埃希菌'未检出
#̂(2

!

,2

'可能与健康人群带菌率低有关&虽然'根据

[B0

或山梨醇单一试验可以筛查
#̂(2

(

H3)

)

'但有较

高的假阳性'因
[B0

和山梨醇均阴性的大肠埃希菌

只有
$&$F

'故选择-双阴.菌株作进一步鉴定'特别在

大批量标本筛查时省时省力*且节省血清&单独的山

梨醇麦康凯平板*大肠埃希菌
#̂(2

显色平板筛查不

及
[B0

和山梨醇
$

项试验联合应用(

83#$

)

'使用

1Y9!]$3M@C

4

OM=

成本昂贵'不适合大批量筛查&

大肠埃希菌
#̂(2

!

,2

的
[B0

和山梨醇均阴

性'直接用于可疑菌筛查简便易行'此特征是其他的

致泻性大肠埃希菌所没有的'在各种致泻性大肠埃希

菌筛查中有明确的鉴别作用&有报道极少的
[B0

阳性的大肠埃希菌
#̂(2

菌株检出(

(

)

'此种情况下表

型特征不适合其鉴别&此外'应注意粪便中常见的摩

根摩根菌
[B0

和山梨醇均阴性'少见的蜂房哈夫尼

亚菌也是阴性&粪便中的铜绿假单胞菌$常见%和恶

臭假单胞菌的
[B0

阳性$这
$

种菌自身也产生荧

光%'二者都不发酵山梨醇&

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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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0

快速法可在
*I

出结果'应注意阴性的大

肠埃希菌在延长培养后阳性&不要盲目加快速度'对

可疑菌株延长观察时间'以保证结果的准确&

大肠埃希菌
#̂(2

!

,2

在
#̂(2

显色平板上为紫

红色菌落'着色明显'而非大肠埃希菌
#̂(2

!

,2

的菌

落为蓝色*绿色'有良好筛查作用'其平板成本较高&

来自粪便的
%(2

株大肠埃希菌在
#̂(2

显色平板上为

蓝色*绿色菌落&同时应排除其他细菌在
#̂(2

显色

平板上的紫红色菌落(

#%

)

&此外'笔者在试验中观察到

沙门菌属中的某些血清型'如肠炎沙门菌*鼠伤寒沙

门菌在
#̂(2

显色平板上也是紫红色菌落'需引起重

视&大肠埃希菌
#̂(2

!

,2

在山梨醇麦康凯平板上为

无色透明菌落'且价廉'与
[B0

组合筛查为佳&麦

康凯平板及
"9\

半自动微生物仪和
1Y9!] [_

均

不适合大肠埃希菌
#̂(2

!

,2

的筛查&

[B0

和山梨醇发酵试验简便易行'成本低廉'不

受试验条件限制'适合各级实验室+山梨醇麦康凯平

板及大肠埃希菌
#̂(2

显色平板也有较好的筛查作

用&

1Y9!] $3M@C

4

OM=

能 明 确 筛 查 大 肠 埃 希 菌

#̂(2

'并提示为高致病微生物'但是成本昂贵'不适合

大批量标本的筛查'可用于筛查出菌株的补充鉴定&

对筛查出的菌株必须用血清学试验鉴定&包括无动

力或
,2

抗原阴性的菌株应送上级实验室进行毒素或

毒素基因的检测和确认&

通过分析大肠埃希菌
#̂(2

!

,2

三株标准菌株以

及
"9..$(8$$

*

!Y!. #̂*%

*

!9!.

*

!-!. #̂##

*

!"!.

*临床标本中的大肠埃希菌在
1Y9!]$3M@C3

4

OM=0G

卡中的
*)

项试验结果'发现其中的山梨醇和

*

3

葡萄糖醛酸酶
$

项试验是区别大肠埃希菌
#̂(2

与

其他大肠埃希菌的关键特征'而
[B0

可以鉴定产
*

3

葡萄糖醛酸酶的细菌(

#*

)

&因此'

[B0

和山梨醇试验

作为鉴定大肠埃希菌
#̂(2

!

,2

的首选试验&

[B0

和山梨醇发酵试验联合应用'对大肠埃希

菌
#̂(2

!

,2

有较高的筛查准确率'效果优于其他方

法'但必须经血清学鉴定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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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̂ Ĝ "

'

-"99!/_̂ G3Ê /9YG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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